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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边界》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文笔，向读者介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
及其对美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可预计的将来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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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毕业于哈佛学院。曾任《纽约时报》周日版编辑、驻华盛顿司法
事务报道记者、伦敦记者站主任、专栏作者，目前是《纽约书评》专栏作者。1955年、1963年两度获
普利策奖。刘易斯曾在哈佛大学执教（1974-1989），并自1982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麦
迪逊讲席”教授，讲授第一修正案与新闻自由。著有《吉迪恩的号角》、《十年人物：第二次美国革
命》、《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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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1 序幕
2 “恶毒的或者卑鄙的”
3 “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
4 定义自由
5 自由与隐私
6 媒体的特权？
7 恐惧本身
8 “另一个人的抒情诗”
9 “盲流和不法之徒”
10 我们所痛恨的思想
11 利益的平衡
12 思想自由
致谢
案例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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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好在那年夏天读到了它。数年以后，他在给查菲的一封信中说，这篇文章对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发展所
进行的梳理使他“受益匪浅”。不过，如果要把霍姆斯的思想转变完全归功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
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一位出色的读者，常能在一天之内读完一本书，并且还能阅读多种语言写成的
书。在着手撰写艾布拉姆斯案的反对意见时，霍姆斯依靠的是自己深邃的思辨能力。他并没有止步于
前人所述，而是继续用文字永远地改变了美国人对于自由的理解：在我看来，对于意见表达的迫害自
有其逻辑。如果你对自己的信仰和能力深信不疑，并且一心想要得出某一确定的结论，你自然就会依
照法律表达你的愿望，同时会将所有的反对声音清除殆尽⋯⋯但是，当人们意识到，时间已经颠覆了
许多挑战性的信念，他们可能逐渐相信、甚至越来越确信自己行为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所希望达
至的最终的善好应该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的检验是在市场竞争中让思想本身的
力量为人们所接受，真理是人们能够安全实现其愿望的惟一基础。无论如何，这就是美国联邦宪法的
理论。这是一场实验，正如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当这一实验成为美国制度的组成部分时，我们
就应当警惕，防止试图钳制我们所痛恨的并确信是罪该万死的言论，除非这些言论如此迫在眉睫地威
胁到立即扰乱法律的合法的和迫切的目的，以致需要立即限制这些言论才能挽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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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言论和出版自由，乃是共和政体最坚实的守护者。　　——詹姆斯·麦迪逊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
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　　——路易斯·布兰代斯强制性地保持观点一致，所
能获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气沉沉的一致。　　——安德鲁·杰克逊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
。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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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编辑推荐：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从大
骂白宫政要，到八卦他人闺房私事，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有胆当众放官？因为，他
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这坐靠山。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为您素描一副
美国言论自由的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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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书写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度变迁史，对言论自由的实践给予了系统性的阐释。
2、是一本关于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书，值得一看!
3、言论自由一直有听说过，却不知道其个中滋味；言论边界闻所未闻，仔细琢磨倒也能知道其必要
性，可是真要说个明白道个清楚还真是需要来看这本书。完全是被书名吸引了来。    拿到书才发现这
本书并不是在阐述言论的边界问题，主要是介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简史。作者是两届普利策奖得
主安东尼﹒刘易斯，由我国法律出版社出版，简单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美国是个言论
自由的国家，这一点上，美国比其他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甚至英国和法国更加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
正是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尚方宝剑，其核心是“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这14
个字，200多年来上演了无数精彩故事，一代一代的大法官对这14个字进行着符合时代要求的合理解释
。这本书利用12个经典案例来逐步阐述了言论自由，言论边界在美国2个多世纪来的缓慢进程，也阐述
了由此产生的美国人民生活和观念的转变过程。本书篇幅不长，却很厚重。    对于不是学法律出身的
我来讲，这本书读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尽管我对那些经典案例有些了解，但都是知道皮毛，看
个热闹，其中的重点和难度完全不能明白，多亏作者引用了很多大法官在宣判时的原文，这样不仅便
于我把握重点更能让我明白这一判决背后的深意，大法官们的良苦用心以及他们的局限性，更能全面
地掌握言论自由这四个字的来之不易。也多亏了译者在关键时候，加注解，否则，对于一些案件的背
景和来龙去脉还是不能很清楚。    可以说，这本书让我更理论更细节地了解了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原
则：思想自由。而这些自由的载体人民，不仅要有知识，要有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有道德，也包括职
业道德。再向上升就是价值观和生活观了。而这些是需要时间的。这本书中讲述了隐私与自由，诽谤
的限制，自由的定义，政治，政府，法律和媒体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等重要内容。    对于我来讲，这本
书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之一是思想自由。我们目前还不能人手一张选票去选出自
己中意的人或者事情，我们确实不能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但是随着这类书的出版，希望更多的人看
到，希望更多的人去努力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我更希望这些人能明白：言论和出版自由的
规定对于保障人类自由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对构建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不是唯一重要的。倘若实
现言论自由将以彻底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那么它只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胜利。    度很重要，道德很重
要，职业道德很重要，思想意识很重要，真的不能乱说胡说，真的有证据去揭露事实的时候，不能胆
怯，媒体是牵制法律的工具之一，善用。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多方利益平衡。这里面利益不单纯
指经济。    这么复杂的言论自由，言论边界，思想自由的问题，还是需要长途跋涉，艰难万险地向前
进呀！
4、言论自由之于个人是生存的意义与位置的标示，之于社会则是鉴别真理与谬误。社会文明成熟的
标志不是某个主义成为人人张口称颂的教条，而是多元意见的表达和对话，思想的自由市场会凸显真
假而非某个个人某个团体的意见垄断，反观今天的中国犬儒盛行人人称诺，我对中国宪法的的印象只
有宪法顶个球。
5、“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特别浪漫。
6、在太监的国家里研究房中秘术
7、言论自由我们要学习
8、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如果思想是正确的，那么不必限制其自由；如果是
错误的，那么任其自生自灭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它的荒谬。
9、精准的批判，辩证的思考，顺带回顾了很多美国历史上的答案！
10、追求言论自由的路没有尽头
11、记者写的书，渲染有余，浅尝辄止。
12、研一上学期选了美国宪法，很有用的一门课，更多的是学习如何思考价值取舍。这本书买在前，
课程上到大一半才突然想起来有这么书，拿来翻了翻，发现能够对案例理解提供一些背景性的材料，
但是帮助有限，介绍太浅。还是实打实的读case才是真谛。
13、个人觉得林达的书其实在这方面要写的更好
14、本书书写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度变迁史，对言论自由的实践给予了系统性的阐释。作者是
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其文笔流畅，叙事能力非凡，让本书非常好看。
15、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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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译笔不佳
17、经典作品，了解言论自由的界限，值得一读。
18、如果不是课程要求 断不会读如此枯燥无味又碎片化记录的书 真是头疼⋯⋯⋯但是记录了很多大法
官的智慧语录
19、美国为什么强大？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为什么很多领域都独占鳌头，至今不败？
    究其原因，恐怕正是这本书里说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
    正如被称为伟大的大法官的霍姆斯说的：意见的自由市场。让各种意见进行讨论和交锋，大家会明
白，对的为什么对，错的为什么错，对的还有那些不足，错的是否有可取之处，而这些讨论真是促进
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所以“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有了法律保障，今天的美国人敢
骂白宫政要，敢穷追猛打报道社会弊端。因为，他们有“像上帝一样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他们的
言论自由。
    在没有造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的情况下，可以说任何自己想说的话，而不必担心受到惩处。甚
至连焚烧国旗也不是违法。
    正因为有这种保障“百家争鸣”的信念，在各种领域，在时时事事上，都会有自由的言论冒出来，
而这些自由的言论是来自一个个自由的思想，有了自由的思想，何愁没有创新，何愁在科技领域没有
突飞猛进，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项？何愁影视界拍不出像《星球大战》、《终结者》，《变形金刚》
，以及《盗梦空间》这些举世无双的精彩片子？何愁发明不出电脑以代替人脑？何愁在文化创意领域
迪斯尼不能全球通吃？何愁在对外做生意的时候捞不到好处？何愁⋯⋯？
   这个独特的法律保障是这个国家得以强大的原因，当然是先这个保障可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
了几个世纪，从开国之初直到现在仍未停止，从什么事言论自由，从区分恶毒攻击的辩论，从为媒体
讨回一点权力，到隐私与自由的冲突，以及道德与法律的分离，期间曲折漫长的轨迹在作者的笔下展
开了，在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如何在普通法的实践中逐步落实的，充满睿智和公
正的最高法院意见书，展现了大法官们对宪法的理解和判断，而他们的理解又是建立在不受政治因素
影响的基础之上，至少他们声称遵守以这个理念，而且也作出了努力。然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观念也会变化，“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场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不断地实践着法律的意义。
    言论自由是个极为尖锐的理念，他的实践难度之大超出了其他的任何法律条文，因为言论自由与许
许多多的方面都有关联，日常生活，媒体，政府官员，文化领域，几乎所有与文字和图片有关的事物
都会牵扯进来。而对于政府官员，言论自由则又处于另一种窘迫地位，与之关系如何处理是很有争议
的议题，911之后，小布什政府藉反恐之名，而进行权利扩张，严重践踏言论自由，媒体亦失去抵抗力
，近几年来，媒体又在努力找回自己的权利，凡此种种，都在实验着言论自由是为何物。
最近的维基解密公布美国政府文件的事件，则又是对言论自由的另一种考验，法律的角色如何，又将
给言论自由一种解释，不管是新解还是旧解，毫无疑问，都会引发民众和最高法院的思考，这对言论
自由本身应该多少有些好处。
20、还行吧，就是写的有点碎
21、挺不错的一本书。有很多关于言论自由的经典语句。但属于高语境读物，对美国历史有更多了解
的话，看着会更好。
22、近距离看过美国之后，才明白“敞开”言论的自由挟带多大的勇气。以及，讲真，不分国家地域
，大家想要的其实是永远无法达到的“言论永远正确”的言论自由--有些为此付出代价选择抗争，另
一些...额，就此打住。
23、习俗有国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但理智应该有吧，理智有国界吗？
24、有些东西不该被神化
25、通过一本好书，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其间所蕴含的精神。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如是说。
“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发出的呐喊。
26、讲述美国第一修正案
27、新闻自由
28、作者将多个重要案例的起始、发展、结果展示在书中，这些案例对美国司法的影响以及对美国的
自由、民主的促进或者促退，作者没有说教没有激昂。作者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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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本书不仅是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度变迁史，更是关于言论自由及其边界的生活史与观念
史。
30、推荐大师之作：言论必须拥有充分自由，言论者也要为自由的言论负责。
31、通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发展逐渐明确了言论自由在美国的现状是一本很好的书每天宣扬“言
论自由”很有必要学习一下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怎样的
32、推荐阅读。
33、不太喜欢作者的写作方式，为了从几点去阐述，时间上来来回回的跳，前面写过的案子后面又反
复提及，这是不太满意的一点。
除了上面这点，书还是很不错的。所谓自由，都是争取来的，只是在有些国家容易很多。越来越佩服
几百年前的立国先哲，能搭建一个那么好的框架，即便是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几百年后的今
天仍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大智慧。有了三权分立，对自由的争取确实容易很多，不过也要靠不懈的斗
争得到。
34、翻译好差啊，硬着头皮读完
35、一个国家，看它是否是民主，法治国家，就看它的宪法是否在司法领域起统帅作用。
36、这本书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其文字本身。对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读和沿革的详细论证，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美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宪法的认识。言论自由在美国也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才逐步发挥出
其应有的作用，但同时关于对于言论自由边界的合理性及内涵也仍在根据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在丰富。
最近一直在看关于美国司法制度的书，从九人到大法官说了算到这本，多种角度阐述了美国的司法制
度。对我这样一个学法律的孩子来说，受益良多。
37、喜欢这本书，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很好的梳理。
38、初看封面觉得没什么感觉，翻了翻内容才明白封面的意思：水无常形，言论也是如此，这个世界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我们或喜或恶的言论，但无论如何，水被装到杯子里后就不能肆无忌惮地流动了。
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如此珍视自由的国家，也有着为言论画的边界，虽然这边界到现在还不甚明晰，
毕竟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39、了解美国言论自由的根本保障，我们应该明白，最基本的人权是言论自由。
40、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一神圣的地位，以后200多年的历史中，第一修正案涵
盖的范围越来越宽泛，涉及了诽谤，色情作品，新闻报道自由，选举捐款，堕胎等方方面面！虽然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自由的维护也经过了多次反复，最终还是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法律最牢固的基础。霍
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是：那些我们痛恨的思想同样是自由的！
41、虽然还没全部看完，但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视角来展现民主、自由思想的产生和其法
律保障形式的确立和完善。敏感话题，其他不多说了。
42、阅读此书不仅看见的是美国的宪法进程，也是人类法治进程的一小段缩影
43、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介绍了美国言论边界的演变和发展，读的很是过瘾
44、了解美国言论史和新闻史的必读书
45、若言论无自由，则生存无意义。
46、言论，也就是说话。每个人都会说会，除了哑巴。所以言论是否有个界限呢？看完此书，一目了
然，世间可说与不可说，政府说了算。
47、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法制的现状，至少比美国落后五百年。就现在的国家状况看，
也许五百年后，我们要比美国落后一千年
48、好书。作为法学专业后转行传播的人，这本书一直都想看。前段收的书太多还没机会读，但是豆
瓣上的片段已经够吸引人，可以从更理性的角度看待“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同时对目前的言论及传
播现状会有反思。
49、宪法应该是能成长的。。。
50、这个国家之所以强大。充满艰辛曲折又如此复杂的第一权利法案之路。只是有些翻译容易出戏。
51、很有深度的分析，关于言论自由
52、我没有对比过原文，但倒不觉得翻译有太大问题，英文写作风格本如此。整个读下来，觉得言论
自由真的是一件让人心存恐惧的事情，很多被作者嘉赏的案件，都让我内心战栗。如果不是第一修正
案，犹太人也不会这么积极买媒体吧？未来，这个自由还会让人们付出很大的代价
53、对于我们这种极度缺乏营养，几乎从来没吃饱过饭的人来说，看别人讨论是奶油冰淇淋好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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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草莓味冰淇淋好吃，实在是一种折磨。不过此书仍不失为一本好书。主要讨论了200多年来，媒体与
政府、公众人物、个人隐私、国家机密等在一些敏感区域，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博弈！
54、这是一部典型的美国学者的著作，以其惯有的风格来告诉我们自由应当受到约束，这在美国等资
本主义特别是发达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然而在国内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许霆案带给我们的思考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值得深思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边界在国内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毕竟国内
的自由言论并不是那样的开放。
55、I'm probably too much of a cynic for America.
56、这是我写言论自由的论文参考书之一，我们就缺乏这样的价值思考。
57、简单易懂说理充分的典型啊
58、三点起来看完言论的边界剩下的七十页，伤不起好吗。此书大量案例，言论自由绝非想象中简单
，每个人都该看看美帝在这上面走的弯路。边看边和自己讲了两小时话，就像席慕容阿麻说的那样，
工作了一天，掸去心灵上的尘埃，在台灯下和另一个我默默相对。而我只是让两者间互相交流了下 
59、“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场实验。”所以，不论好坏。
60、哲学院的师兄推荐看的，不错，阐述美国追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历程
61、美国人为什么有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
62、法律条文确立后，各方的斗争才算是正式开始。
63、言论自由在哪里都是一个伪命题。
64、讲述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历史，很不错的一本书
65、言论的边界
66、美国人为言论自由奋斗了上百年，还是在宪法修正案明确之后。。
我们国家，还有很长路要走。
67、作为一名媒体人，摘录其中一句吧：媒体根本不需要对官员负责，如果非要加上这样的义务话，
那么自由就很危险⋯⋯（大意非原文）。
可是，我们只对领导负责，其他⋯⋯
68、美国有美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国有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我们不能说美国现在很强大，所以它
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可以看出美国的言论是多么的自由，但是现在他是一个整体，一个富强的整体，
一旦美国内部面临了危机，如此自由的言论氛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69、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纠错的勇气和对保护自由的坚决。
70、深刻探讨言论的问题，值得国人去看一看
71、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书里涉及历史和政治，只有喜欢这两方面至少一方面的人才会有耐心看下
去。看完后对美国言论自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72、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
73、短小精悍，睿智客观
74、言论自由是人权最基本的保障与体现，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虽然事实胜于雄辩，但
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事实才需要雄辩。
75、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现在应该看看这个。
76、了解了言论自由一百多年的奋斗史，对了当下多了一点期待，多了一份有生之年系列
77、言论的边界是一本好书
78、了解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书，非常有力道的文字和辨析，但是可读性非常强，很好读。吸引我
去读他的另一本书。
79、自由这东西好燃。（翻译减一分，当然也可能是作者自己表达的问题我不确定）
80、这本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简史，写的通俗易懂又不失真实！值得一看！
81、言论不应该有边界
82、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言论边界，起码可以瞧瞧人家的
83、美国人为了实现一百多年前的宪法修正案，竟然为之奋斗了一百年，最终把言论自由界定下来。

美利坚，这个自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名正言顺！
84、少的一分是翻译~
85、买来之后。。一直束之高阁。。没找着时间读。。最近社科院老师给我们上课。。是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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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想起这本书。。就把书上的灰掸去。。用了一天的时间读完了。。这让我想起本科时候，，读
过的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自由的边界在不断地变动。。有时候会暂时缩小。。
但大势还是不断地扩大和完善。。一直在寻找着法律保障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点。。一直在变动的
。。这就是人们一直向往和争取自由的动力。。也是吸引我的魅力所在。。。
86、它告诉了，如何找到生命和生存的光辉。它还告诉了，只有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专业人士才
能领真正引导社会的进步，摆脱愚昧。它更揭示了，人类追求的至高无上！
尽管翻译有些拗口，但不影响阅读时的热血沸腾和时不时的垂头丧气。
87、本书全面梳理了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保障美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走过的曲折道路，
通过一个个案例说明了美国人，包括法官、学者和普通百姓，在争取言论自由时做出的不懈努力。与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书相比，本书的可读性较差。翻译水平总体还不错，但有时文字处理不当，存在
脱节的嫌疑，即便如此，仍不失是一本好书。
25页的注释说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两位前总统于《独立宣言》发表15周年纪念日逝世，正
确的说法应该是50周年，而非15周年，否则两个人就当不成第二任与第三任总统了。
85页的第一个注释与正文完全对不上号。
88、「⋯以爱国的名义，如同以自由的名义一样，多少罪恶假汝以行！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不乏追
逐异端的猎手和烧死女巫的警察。爱国主义，如同宗教狂热，是伪善者们最为欢迎的面具，标榜着他
们并不认同的美德。⋯」
89、关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的网络言论等行为规范，课题需要，研读此书。
90、美研题材。 媒体与第一修正案. 国旗与第一修正案  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
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
91、宪法之所以为宪法。所以，值得看。推荐。
92、言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写在法律上的真的能实施嘛？ 人类的进步都是靠着这一点点努力吧！ 
93、言论的边界在哪里?美国有第一宪法修正案，我们有宪法，但两者实际的实行情况并不竟然相同，
值得大家深思。
94、在讲述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同时，讨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应该如何界定这样一个问题。
95、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印证了哈氏的那句话，扩展秩序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是行为的产物。制
宪先贤让第一修正案呱呱落地，但赋予其丰富多彩的生命力，是两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从大法官、
法学家、政治家到记者、普通民众，无数人参与其间，共同铸就。
96、言论的边界，不是能无限放大的
97、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美国今日的民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百年无数人推动的制度造就。
98、写作技巧很不错，能将这么纷繁复杂的问题讲得调理清晰、生动活波，对于新踏入这一领域的研
究者或者法学门外汉都是不错的读物
99、看看
100、2016第十八本，美国的法官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
的法官呢，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宪法不去实践，跟一纸空文有何区别
101、现在言论自由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推荐看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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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13



《言论的边界》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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